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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食城

大策划

第一看点

环球论坛

004  来自南中国喀斯特奇境的进行曲

010  天上的仙女山  人间的喀斯特

108  后坪木器
深山杰作：一件需要刻划3000多刀

052  张艺谋的武隆情缘
在那唯一听得到川江号子的地方

128  一个户外女战士惊心动魄的坚持
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亲历记 

140  重装穿越仙女山无人区
那荡涤心灵的湖泊和牧场，那忽隐忽现的绝壁栈道

008  武隆后坪天坑的科学和旅游价值

009  乌江画廊中的喀斯特大观园

014  诗意的“东方瑞士”

山水之间的“南国第一牧原” 

024  从天生三桥到龙水峡地缝

来自南方喀斯特奇观的巨型博物馆 

034  奇妙旅行记

深度体验仙女山的四季玩乐

044  天然氧吧和天上的街市

那座慢时光里的浪漫风情小镇 

050  走进仙女山旅游度假区

重庆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如何当选的？ 

有人曾这样定义“圣山”：在山脚时，心中充满期待与渴望 ；在攀登过程中，人的心灵
因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震撼而更加饱满 ；在离开之后，久久不会消逝的记忆则是自我
心理体验的完善。毫无疑问，矗立在武陵山脉中的仙女山就是这样一座可以慰藉心灵
的圣山。当你走进仙女山，你会与这片土地滋养的山川草木、风景奇观、人文风情不
期而遇，心有灵犀之下，让你的“圣山”概念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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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双

文●高原

策划●本刊编辑部

文●詹瓦

文●冯缘

文●胡爽

文●梦农

文●小宇

《印象武隆》是著名导演张艺谋“印象系列”的第七部作品，意在以“川江号子”的消
失为主线唤起人们对文化的传承。2017 年是《印象武隆》正式公演以来的第五年，累
计演出 1600 多场，通过这种实景演绎，濒临消失的“川江号子”以新的方式开启了
传承之路。

地理发现

人与自然

自古以来，犀牛寨村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那阡陌纵横的田间地头、鸡犬相闻的村居生活，多年来一直是这个
寨子最普通的人间常态。

这是一支特殊的巡山护林队伍，3 位护林员都是“子承父业”，默默地守护着仙女山两
万多亩林地。正是因为他们辛勤的付出，仙女山林区才更加完美，跻身“全国十佳林场”
和“最美森林氧吧”。

武隆菜的一大特色，便是佳肴依托于自然而生，淳朴的武隆人用自然馈赠的食材烹制
出山野美味，一碗羊肉、一锅野鱼汤、一块豆干，都是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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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生 迷雾

096  人在山，就像鱼在水
只属于仙女山的幽雅漫游笔记 文●苏瑗

仙女山也是有禅学意境的，“人在山，就像鱼在水”。尤其夏天，这里风凉如水、月光如
水、云雾如水。实际上，钟灵毓秀的仙女山的确是“仁者乐山”的理想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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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武隆纪事  武隆“避”

166  在酒和宋词之间的度假小调

风物志

124  仙女豆 / 雪莲果 / 武隆丽条鳅/ 土坎晶丝苕粉

尽管作为武隆过客的长孙无忌的故事，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和孤寂的风情，但从武隆大
地走出来的晚清李铭熙和明朝刘秋佩两位重臣，却高风亮节，骨鲠清流，最有意思的是，
当他们厌倦官场之后，都选择了回到家乡，进入书院……

制作一件木器，往往需要刻划 3000 多刀，还需根据不同阶段及部位的要求，改用宽
窄不同的刻刀、尖刀、锉刀等工具，以保证木器光滑美观、经久耐用。

举世闻名的重庆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为期4天。本文作者是队伍中唯一的女性，
与队友并肩前行 ：尽管桥降时被卡在半空中，但最终化险为夷 ；尽管心有落水阴影，但
仍在浪大水急的乌江中漂流 ；尽管在骑行中筋疲力尽、弹尽粮绝，濒临奔溃边缘，但仍
坚持到底…… 

很少有人知道，仙女山腹地的无人区，蕴藏着更为原生态的喀斯特景观。一支户外探险
队重装徒步这片无人区。一路上，虽然风雪、荆棘、峭壁等困难不断袭来，但美景也接
踵而至：骏马驰骋的高山牧场，云开雾散之后的湖光山色，绝壁间忽隐忽现的古栈道……

文●蒋子龙

文●韩小蕙

文●哑铁

文●莫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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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青山绿水间的鱼羊鲜
蔬菜在洞内放上一周，也如刚摘下来一样新鲜 

文●孙平 酒肉和尚

074  探访人间净土犀牛寨
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大厅和“抢床”婚俗 

086  护林三人组的故事
这一生，只为守卫最美森林氧吧

116  长孙无忌流放之后
这里最终成了归隐圣地 

文●彭泽琴

文●伊阳

150  上天入地的仙女山行摄记 文●王俊杰
从 2012 年开始的 4 年时间里，仙女山春、夏、秋、冬的四季色彩、日出日落的不同画
面，都被大规模地收录进我的镜头。不仅如此，我还时常寻找到一些独特的机位，来
呈现不同视角下的仙女山。可以说，4 年间我对仙女山的追拍，堪称“上天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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